
组版编辑：魏东 电话：6199503 ２０22 年 7 月 15 日 星期五专 题 3
《典籍周口》

扫
码
可
在
周
道AA

PP
PP

上
观
看

视
频
和
《《
典
籍
周
口
》》
栏
目
稿
件

传承优秀文化，解读历史经典，开启
智慧之光。 大家好！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
《道德经》第十九章。

在上一章中， 老子叙述到大道废弃
之后社会病态的种种表现， 今天我们要
学习的这一章， 可以说是老子对上一章
提到的社会弊病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并提出治理方案。

原文：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
诈，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
者以为文，不足。 故令有所属：见（xian）
素抱朴，少私寡欲。

这一章有关不同版本的问题最容易

引起争议。 首先在这里先简单地说明一
下：在我们所接触的郭店简本《道德经》
中，本章开篇两句分别是“绝智弃辩”和
“绝伪弃诈”，而通行本《道德经》中则是
“绝圣弃智”和“绝仁弃义”，这也是郭店
简本和通行本最大的差别。 首先我们从
时间上来说， 出土于战国时期的郭店竹
简本和源自西汉以来的通行本， 年代越
久越接近于《道德经》的真实，所以我们
采用竹简本， 采用 “绝智弃辩”“绝伪弃
诈”，这是一层意思。 另一层意思，通读
《道德经》一书，“圣人”一词出现了 32 次
之多，老子又以“圣人”来象征最高的人
格修养境界，在第八章中老子又主张“与
善仁”，人与人之间交往要尚仁，可见老
子并无“绝圣”和“绝仁”的意思。 若依照
通行本中“绝圣弃智”和“绝仁弃义”的意
思，“圣人” 原本是老子树立的一个榜样
和标杆，“仁义” 本来是用以劝导人的善
行，如今却要否定推翻，这岂不是自相矛
盾， 况且老子并无这种激烈反对人文价
值的思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明显的差
别，显然不是在传抄中的无心之举，而是
有意为之。而提出“绝仁弃义”，绝的和弃
的都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其目的明
显是在进一步强化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

的对立。 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

种可以理解的现象。
而一说到绝学， 大家自然就会想到

中国的绝学基本上是指圣人的智慧思

想。 孔子有绝学，《论语》 里写道：“子绝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说的是孔子
断绝了四种毛病：不瞎想，不独断，不固
执，不自以为是。同样，老子也有绝学：绝
智弃辩、绝伪弃诈、绝巧弃利，包括第 20
章的绝学无忧。在现实生活中，“绝”字含
有“绝对”的意思，比如一个人说话办事
很绝对，一意孤行的话很容易走上绝路，
“绝”字往往具有负面含义。众所周知，道
家的思维是讲相对性和辩证法的， 在不
同的空间维度上思考问题， 但老子却一
连用了四个“绝”字，这到底是何意呢，下
面我们就逐一来了解。

首先，老子提出“绝智弃辩，民利百
倍”， 就是弃绝浅薄的心机智巧和巧舌自
辩。 关于“智”的概念，在第二章中我们已
讲过，所谓的“智”不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
的智慧，而是指机关算尽的小心机和小聪
明。 老子从不反对聪明才智，他反对的是
由聪明才智异化而成的心机智巧。智慧是
好东西，这一点不可否认，但好的东西一
定要有好的用途，如果聪明才智用于帮助
他人、服务社会、造福百姓，那无疑是好
的，但如果用到损人利己上，用到压迫百
姓身上，那就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尤其是
领导者一旦用心机为自身打算，就会漠视
自身的缺点，哪怕是指鹿为马这样显而易
见的错误，也会极力歪曲和辩解，维护那

份早已变质的尊严， 从这一层面上来说，
“绝智弃辩”强调的是一种求真务实、实事
求是的态度。所以领导者能弃绝浅薄的心
机智巧， 对老百姓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福
音，包括在后面的章节中老子谈到的“愚
人之心”“其政闷闷” 都是对智和辩的反
对。 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善于奇谋异术
的高人，例如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复国，
实行他老师计然子所教的六法，不过用了
其中的三四项策略，便稳定了情势使越国
复兴。 但最后范蠡对名利功勋却一概不
要， 竟然一走了之到别的地方做生意去
了，至于做生意的方法，很多也都是他老
师计然子教的，可见有智慧有才学的人比
比皆是。同样也有很多四处游说的纵横家
以“智者”面目示人，纷纷给诸侯带来“利”
之学说挑起战争，换取功名，所以世局动
荡不安，民不聊生，往往是被一些有心机
智巧的才智之士搅乱的。

其次是“绝伪弃诈，民复孝慈”，意思
是弃绝那些虚伪的巧饰和狡猾奸诈的手

段行径，人民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无论
做什么事情一旦加入了有为的心机，则
势必导致行为的伪诈， 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就不再淳朴清澈， 甚至有时候连亲情
关系也会异化得虚伪起来。 “民复孝慈”
在这里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相对论的解
释，在第 18 章中老子提到“六亲不和，有
孝慈。 ”家庭亲人间不和睦了，才使我们
知道何为“孝慈”，这与我们的认知有关；
另外一种解释是“孝慈”是生而为人的天

性，原本我们就会实践，属于自觉行为。
所以若要人心向善，需从本心出发，去除
虚伪奸诈， 去除标榜做作， 去除口是心
非，去除万般假冒，恢复淳朴的天性，亲
爱善待他人，这才是最纯净的感情。

最后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意思
是弃绝巧取智夺，放弃追名逐利，也就没
有欺世盗名之徒了。 以权术治民者称为
“巧 ”，以财货养民者称为 “利 ”，权术之
巧，最容易诱使人生奸诈之心，误人行不
正之事； 财货之利， 最容易使人贪图享
受，腐蚀灵魂，滋生盗心。 比如西晋时期
的石崇， 他任荆州刺史的时候靠抢劫客
商取得巨额财富， 生活非常奢靡成为有
名的西晋炫富达人；北宋宰相蔡京，他喜
欢吃某种鸟的舌头做成的肉脯， 查抄他
家的时候发现这种肉脯竟有好几仓库。
巧取智夺往往是为了图利自己， 这是一
种强盗心理，是不道德的。阿富汗作家卡
勒德·胡赛尼在《追风筝的人》这本书中
说， 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罪行， 那便是盗
窃，其他罪行都是盗窃的异化：谋杀，偷
走了别人生存的权利；撒谎，偷走了别人
知道真相的权利；诈骗，偷走了公平的权
利；背叛，偷走了信任的权利。所以，弃绝
权术机巧和自私自利的贪图之心， 简简
单单、脚踏实地生活不失为上策。

明白了老子的心思， 我们也就清楚
“智辩、伪诈、巧利”这貌似高明的智谋实
则异化成人心私欲所使用的工具， 它们
均是有为的表现， 更是统治者扰民的造

作妄为，是欺骗愚弄百姓的“文饰”，是造
成道德沦丧、 世风败坏、 社会混乱的根
源，应该坚决杜绝抛弃。世间万物皆有表
里之分、 内外不同， 而且皆是虚华在其
外、 朴实含其中， 所以对待世间一切事
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怎样让人们不被
这虚华的形式所迷惑？心灵有所归属，行
为有所遵循， 淳厚朴实的本性得以复苏
呢？ 老子给出了修身治世的良方：“见素
抱朴，少私寡欲”。

先秦时期儒家荀子曾犀利地指出：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
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
则穷。”人生在世，难免会有种种欲望，面
对种种诱惑， 就欲望本身而言， 本无善
恶、 好坏之分， 但当欲望肆无忌惮地扩
张，超出一定限度，那么它就有了善恶、
好坏之分了， 也会给人自身和整个人类
社会造成危害。因此，无论是儒家学者还
是道家学者， 都主张对人的欲望要有所
节制。 儒家主张以“仁”“礼”等制度性的
规范教化世人； 道家比如老子则把目光
更多地投向了人自身，主张从源头做起，
保持天性的质朴，节制私欲。在这里“见”
就是表现、展现，也含有见地、思想、观念
的意思。“素”本义指没有染色的丝，“朴”
指没有雕琢的木头，“素”和“朴”强调的
是不加雕饰、保持质朴的本然状态。老子
借 “见素抱朴” 劝诫世人保持朴实的本
性，摒弃复杂的心念，不要让过多的外在
私欲和诱惑污染了天性中的淳朴自然。

其实“见素抱朴”可由常见的“朴素”两字
来概括，但在这里“朴素”不再是形容词，
而是老子倡导的一种人生基调。 比如苏
轼， 他一生对造福百姓的本心可谓是坚
定不移，即使遭遇职场生涯的三起三落，
也始终不改初心，不谄媚权贵，一心只为
百姓造福，可见“素”“朴”更是一种选择，
是不管经历多少艰难险阻不管面临多大

诱惑，都能恪守初心，不坠青云之志。 而
对于“少私寡欲”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
也就是减少私心和贪欲。 希腊罗马哲学
家伊壁鸠鲁曾说: 人的有些欲望是自然
而必需的；有些欲望自然而非必要；还有
些欲望既非自然，亦非必要，而是由虚幻
的想象所致。养心莫善于寡欲，人为什么
会有那么多烦恼，就是因为想得太多、要
得太多。 当我们过多过急地追逐眼前利
益，过多地羁绊于外在的种种诱惑时，我
们应该保持人性中的一点真诚和质朴，
减损自己过度的谋求和贪欲， 还自己一
颗恬淡平常之心。 从这个意义上，“见素
抱朴，少私寡欲”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
和境界， 还是趋向这种人生境界的重要
修养方式和途径。

总之，在这一章中老子通过对“三绝”
的阐释，得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文
简而意奥的结论， 倡导在喧嚣的人世间，
我们应始终保持素朴的本性， 不矫揉造
作，不虚伪修饰，不断减少私心和贪欲。习
近平总书记在 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年轻干
部守住拒腐防腐防线，最紧要的是守住内
心，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
妄思保证外无妄动。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番
论述饱含着对年轻干部的殷切关怀，“内
无妄思、外无妄动”这恰好与本章的主旨
思想形成印证。 尝尽人间百味，还是清淡
最美；看过人生繁华，还是平淡最真，愿我
们多内观反省，拥有属于自己最本色的东
西。 （记者 黄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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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优秀文化，解读历史经典，开启
智慧之光。 大家好！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
《道德经》第二十章。

老子说：绝学无忧。 唯之与阿，相去
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
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
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
儿之未孩；■■兮，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
余，而我独若遗。 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沌
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
闷闷。 澹兮其若海，■兮若无止。 众人皆
有以 。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阅读学习这一章， 亲切之感油然而
生。 尽管这一章是《道德经》中比较长的
一章，但由于老子是用第一人称“我”与
人们对话，并且说的全是心里话，所以丝
毫也没有冗长的感觉， 反而想让老子再
多说一些，多听听他学道、悟道、体道并
最终得道的体会。

用第一人称说事析理是 《道德经》的
一大语言表达特色，八十一章《道德经》中，
共有 36句话直接用“我”“吾”说事析理，直
接把自己摆进去讨论问题、发表感想、阐述
见解，增强了《道德经》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犹如老子穿越到了当代，与我们面对面地
谈心交流，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具体到第
二十章，老子着重介绍个人修身悟道的方
法。 他采取正话反说的方式，把自身摆进
去，把世俗之人的心态行为与自己的心态
行为作了对比和描述。 在这种对比描述基
础上，老子所发出的感慨是深刻的，其中最
关键的是他强调的“六独”：

一是“我独泊兮”。 “我”对众人熙熙
攘攘，兴高采烈，如同享受盛宴，如同登
上高台赏春之类的事情不感兴趣， 独自

宁静淡泊，无动于衷，没有一丝寻欢作乐
的念头。 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
的那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因为自
己的心志已经超越了世俗的价值， 因此
也就无所谓悲喜了。

二是“我独若遗”。 众人都富足有余，
而我却依然清贫。 这里，老子与世俗之人
形成了鲜明对比：世俗之人掉进钱眼里不
可自拔，绞尽脑汁地追求功名利禄等有形
之物，而老子则是把注意力放在追求精神
世界的充实上。 因为他孜孜以求的“道”，
就是文化精神长期积累、 高度抽象的产
物，是无形之物。在世俗之人看来，追求这
种不当吃、不当穿，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
之物太没用了，老子醉心于此，真的是愚
蠢至极。而在老子看来，这种追求，恰恰是
一种真正的精神世界的富足，是非常有意
义的。老子活在自己所建立的“道”的价值
世界里，并不懈探索着、追求着，其中的乐
趣， 是世俗之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
因为二者不在一个频道上。

三是“我独昏昏”。众人都光彩炫目，
唯独我暗淡无光。 世俗之人在追逐到功
名利禄后，一般的都要衣锦还乡、四处炫
耀一番， 唯恐大家不知道。 而在老子看
来，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功名利禄之类的
身外之物早晚都会失去， 只有道是永恒

的， 对道的追求和由此带来的人格的提
升和精神的升华也是永恒的。 表面看似
暗淡无光，实是内含无穷无尽的能量。老
子正是以大智若愚的方式， 以难得糊涂
的心态保持着独立的自我与人格。

四是“我独闷闷“。 众人都精明严苛，
唯独我似乎昏沉糊涂， 是那样的淳朴实
在。 《红楼梦》里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
练达即文章”被不少人奉为座右铭。 殊不
知，这正是老子所摒弃的。在老子看来，入
世过深，被滚滚红尘淹没而不自知，沉湎
其中不可自拔， 似乎是如鱼得水的人，能
够得意于一时，却不会风光一世。 人世间
多少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
他楼塌了的悲喜剧轮番上演，依然没有惊
醒梦中人，依然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总把
他乡当故乡”。到头来，只落得白茫茫大地
一片真干净的下场。因此，世俗之人的“察
察”，实是“闷闷”，而老子式的“昏昏”，实
为“察察”。 其实，老子不屑与那些自以为
精明的俗人为伍，更不会在思想上、做法
上和俗人达成共识。 可见，“闷闷”是至高
的境界，拥有它的人可以在这个物欲横流
的社会中多一些淡定、多一份平和。

五是“我独顽且鄙”。 世人都精明灵
巧，仿佛有所作为，唯独我愚顽不灵，仿
佛鄙陋笨拙。 老子曾说“知人者智，自知

者明”。 他是深知自己的人格性情的，也
是认准学道、悟道、体道的目标后，“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因此，他坦言自己“顽且
鄙”，并且对此毫不后悔、津津乐道。 因
为，“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大道是平坦
宽阔的， 但世俗之人往往弃之不顾而选
择去走歪门邪道。在这方面，世俗之人越
精明灵巧、有所作为，距离大道就越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的“顽且鄙”，正是
坚守天下大道的韧性与毅力的表现。

六是“我独异于人”。前面说那么多，
到了篇末， 老子终于点题了：“我独异于
人，而贵食母。 ”这是明明白白地向世俗
之人庄严宣告： 唯独我与众不同———秉

持本性，以“道”自守。 在老子看来，面对
世俗的洪流， 个人也许如流沙， 不能自
主，但至少应该保持一份清醒和独立，做
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样
才不至于丧失自我，被时代逆流裹挟。否
则， 生命真的是如同蝼蚁， 如行尸走肉
了。 当然，老子“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的自白，显然是在说明，追求大道者，必
须做到“独异于人”，不怕孤独寂寞，不怕
中伤误解，这也是老子坚定不移、持之以
恒追求大道的意志和决心的表白。

讲到这里， 对本章开篇的 “绝学无
忧”就容易理解了。 这句话中，“绝学”是

手段，“无忧”是目的，“绝学”是为了杜绝
忧患。 “绝”是弃绝，“学”指的是什么呢？
不是指读书学习，这个学指的是俗学，也
就是社会上流行的学问， 用现在的话叫
“潜规则”之类。在文中老子一再提到“俗
人” 如何如何， 就是不要学习俗人那一
套，要杜绝忧患。 人的忧患是什么呢？ 老
子认为最突出的就是对名的忧患、 对利
的忧患，就是老子在文中讲的对“昭昭”
“察察”“有余”等的追求。用现代的话说，
老子这里说的 “学”， 指的是对俗人、对
“潜规则”的一种效仿。 “绝学”是说不要
盲目地羡慕别人、跟着去模仿的意思，根
本不是指要抛弃研究学习。抛弃学问，老
子还写《道德经》干什么？

当然，对老子思想领悟最到位、践行
最有力的是与老子一样“独异于人”的庄
子。庄子一生，保持真我，追求自由，蔑视
权贵，看透生死，法天效地，与自然大道
共存。我们通过他的两则小故事，可以看
出他自由洒脱、独立不倚的人生姿态。

第一则小故事： 一天， 庄子正在垂
钓。楚王派人来聘请他做官，来人对庄子
说：“我们大王久闻先生贤名， 想让您帮
着治理国事。希望先生能出山，上为我王
分忧，下为黎民造福。 ”

庄子旁若无人， 看都不看来人一眼，

淡然地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死
时已经三千岁了。 楚王用竹箱子装起它，
盖上锦缎，供奉在庙堂之上。 请问二位大
夫，此龟是宁愿死后遗骨被高高地供奉起
来， 还是宁愿活着时在泥水中自由游弋
呢？ ”来使道：“自然是愿意活着在泥水中
摇尾而行啦。 ”庄子说：“二位大夫请回吧！
我也愿在泥水中自由游弋呢！ ”由此可见
庄子追求与自然为伍的自由生活。

第二则小故事： 庄子的朋友惠施在
梁国做了宰相，庄子想去看看他。有人听
说后急忙对惠子说：“庄子来， 恐怕是想
取代您的相位呀。 ”惠子于是很惶恐，想
逮捕庄子。 派人在全国上下搜了三天三
夜也没找到。

正在此时，庄子从容来拜见，并对惠
子说：“你听说过南方一种叫凤凰的鸟吗？
这凤凰展翅而飞，从南海飞到北海，非梧桐
不栖，非练实不吃，非醴泉不喝。这时，有只
猫头鹰正美美地吃着一只腐烂的老鼠，恰
好凤凰从它头顶飞过。 猫头鹰急忙护住腐
鼠，生怕美食被夺去。 你说这可笑不？ ”

惠子似乎还没听懂，一脸茫然。庄子
说：“现在您想用您的梁国来吓我吗？”惠
子听后，一脸难堪。由此可见庄子蔑视权
贵、淡泊名利的思想。 庄子的一生，正是
“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的一生。

总之，老子洞察世间万物，看淡功名
利禄，甘处人下、与世无争、秉持本性、执道
而行。 他的“六独”，在礼崩乐坏，列国征战
不已，天下纷纷扰扰的春秋末年，是绝不与
世俗同流合污的生活姿态，是他坚守大道、
清虚自守的理想生活方式。 老子的“独”与
“异”，对人们的启示作用是积极的，应该认
真体悟并践行。 （记者 黄佳 整理）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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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街戴口罩 ，无码不通行 。 居家
有健康码 、 行程码 、 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7 月 14 日 ，郸城县中心城区各
街道、商场、超市以及沿街门店全部做到
疫情防控一店一岗、一门一哨。戴着红袖
章的疫情防控人员不间断巡逻， 对不戴
口罩、不扫场所码的不予通行。 同时，各
街道办事处对所有住户进行拉网式排

查，确保每一户每一人的核酸检测结果、
健康码、行程码全部正常，澄清底子，以
备双数据精准管控。

“防住疫情就 7 个字，看死盯牢不漏
网”

“阿姨，我看看你们的核酸检测证明
还有健康码、行程码，最近有没有从外地
回来的家人？家里人都打疫苗了吗？如果
近期有意向回来的家人， 请第一时间去
社区报备。 ”7 月 14 日一大早，新城街道
办事处丁老家社区网格员丁守奇和同事

对辖区居民进行拉网式排查，一人询问、
一人查验，确保一项不漏。

丁守奇告诉记者， 丁老家社区现有
6 个小区， 紧邻万和城商场、 陆鼎建材
城，大部分都是外来户和租赁户，人员庞

大复杂。为做好返乡人员排查上报工作，
丁守奇充分利用“大数据+网格化+铁脚
板”模式，逐户拉网过筛，排查不漏一人。
用丁守奇的话说，“疫情防控不能麻痹大
意，住家户都是老门老户，相互之间都认
识， 防住疫情就 7 个字， 看死盯牢不漏
网。 ”

像丁守奇一样， 为迅速落实省市新
一轮疫情防控决策部署， 新城街道 362
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和志愿者闻令而动，
拉出时间表、进程图，保障 24 小时轮岗
轮班，持续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丁老家社区党支部书记丁艳琳告诉

记者：“我们实行 ‘网格化+地毯式’排
查，逐户敲门，全面摸排，重点排查 7 月
4 日以来涉疫地区来返郸人员， 并建立
信息台账， 实时动态精准掌握返乡人员
底数，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杜绝

漏管失控现象发生。 ”
福星社区党支部书记徐玉敏带领

社区“两委”干部、社区医生和网格员对
13 名居家隔离人员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一天两查。徐玉敏现场查看张贴封
条标识，仔细查看居家隔离工作台账和
消毒记录 ， 详细询问隔离人员日常测
温、核酸检测 、物资保障和垃圾处置等
情况。

徐玉敏说：“我们坚持 ‘严密管控+
暖心服务’原则，严格落实‘五包一’工作
机制， 确保居家隔离人员严格遵守疫情
防控相关政策要求。同时，社区党员干部
和社区医生做好心理疏导和服务保障等

工作，让居家隔离人员生活无忧、隔离安
心，疫情防控有力度更有温度。 ”

同样处在中心城区最繁华地带的■

南街道办事处， 也是第一时间集结县直

责任单位工作人员、办事处党员干部、社
区干部、志愿者并进行有序分工，戴上红
袖标、拿起小喇叭、穿上红马甲“全副武
装”到岗到位，对常住居民登门现场查看
居住人员数、人员健康状况、核酸检测结
果及两码情况，确保不漏一人。

无码无口罩不通行， 街面筛查无漏
洞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不戴口罩不要
上街， 不扫场所码不准进门。” 在新城街
道辖区最大的购物商超万和城， 街道干
部王亮正带领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
现场督导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王亮告诉记者， 他们针对辖区沿街
门店 、 商场超市 、 酒店宾馆 、 餐饮餐
馆、 营业网点等重点场所， 全天候不间
断进行疫情防控督导， 重点检查场所是
否落实扫码 、 测温 、 戴口罩等防控措

施， 摄像头监控设施是否已安装并能正
常使用 ， 场所公共区域是否按规定消
毒， 员工是否落实 “一天一检” 核酸检
测等。

“针对个别场所台账登记与实际客
流量不符， 测温、 消杀记录不全等突出
问题， 我们现场对商户进行规范指导，
并建立整改台账， 限三个工作日内全部
整改到位， 整改后仍达不到营业条件的
一律封停。” 王亮说。

记者来到人民公园东门核酸采样小

屋前， 看到青年志愿者丁凯月身穿蓝色
防护服， 正在为群众扫描核酸检测信息
采集码。

“请提前准备好核酸采集码。” “请
大家保持 2 米远安全距离， 避免聚集。”
“请大家戴好口罩， 做好个人防护。” 社
区网格员王清华手持小喇叭， 一边喊话

一边维持秩序 ， 整个采样过程井然有
序。

街道干部郭星豪告诉记者， 新城辖
区现有 29 个核酸检测小屋 ， 122 名青
年志愿者和网格员踊跃投身常态化核酸

检测一线， 现场协助维护秩序， 帮助采
集扫码， 严格按照规范流程， 一天累计
完成 4 万多名群众的核酸检测任务。

记者走访中心城区新华路、 世纪大
道、 文化路等繁华路段， 看到市民全部
做到了戴口罩上街， 且每个门店门口都
有监督员， 督促每一位进店顾客扫场所
码、 测体温， 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南
街道、 新城街道都成立了督导组， 采取
“四不两直” 方式， 深入辖区的超市、 宾
馆、 药店、 网吧、 理发店等重点场所，
重点检查场所码使用、 全员戴口罩、 员
工核酸检测等防疫措施落实情况。

“为做到万无一失， 我们全县集结、
全员联动防控疫情 ， 通过党员干部监
督、 群众相互监督， 在全县筑牢疫情防
线， 全力确保 137 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副县长、 县卫健委党组书
记牛海燕坚定地说。

郸城：住户排查有“证码” 街面筛查无漏洞
记者 徐松 杨光林


